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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融慈爱画弥勒
恽甫铭

! ! ! !有“弥勒佛画家”之称
的袁可仪，也有着慈眉善
目的面容和敦厚善良的性
格，前不久他带着《弥勒
佛》大型画册来访，让笔者
美美地欣赏了画家笔
下各种形态的弥勒尊
容。他们脑袋肥硕，肚
子滚圆，成天乐呵呵
的，弥勒的慈悲与大
度、知足与常乐、亲切与朴
实……尽在方寸之中。它
让我不由想起“大肚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
笑，笑世间可笑之人”的著
名对联来。
“亲民”的弥勒，自古

以来就为中国民间所信
奉。袁可仪与弥勒结缘 !"

余年，创作弥勒形态 #"余
种，作画两千余幅。纵 "$%&

米、长 '"米的《百态弥勒》

图卷堪称其代表作。中国
佛教协会会长一诚观后，
欣然题词：“慈悲喜舍。”((
岁高龄的广东云门寺法主
和尚佛源为《弥勒佛》画册
作序时，称赞袁可仪“把佛
坛无缘大慈、同体
大悲的精神刻
画得淋漓尽
致，惟妙惟
肖。”袁可仪却
谦逊地不以为然，他
对笔者说：“我手握画
笔大半生，也曾在线
条和色彩中纠缠和迷
茫，而在与弥勒结缘
之后，才消解了粗细
的羁绊，摆脱了红绿
的纠缠。”画心与禅心
相融，袁可仪乃以虔
诚之心去表现弥勒清
风高逸、洒脱自然的
性情，或慈或憨，亦庄
亦谐，均成妙笔。
袁可仪的弥勒佛

画充满灵秀和明快的

神韵。他认为：随缘随性，
知足常乐，是中国人的一
种生活方式，也是圆融和
谐精神的体现。他用画笔
去弘扬弥勒文化，就是传
播“舍得了，看得破，
放得下”以及“知足常
乐，助人为乐，自得其
乐”的哲学境界，从中
感受到豁达、快乐与

安详的审美愉悦。
“画家要通过笔墨和

纸张，把自己的思想情感
和对生活的感受，在画面
上展现出来。”为了画好家
喻户晓的弥勒，袁可仪倾

注了全部心血。他
向高僧大德请教有
关弥勒文化的知
识，观看历代弥勒
的造像，特别是比

较中国的弥勒与西方弥勒
的差异，让弥勒的形象在
脑海中逐步清晰起来，直
到呼之欲出。为了表现弥
勒的宽厚、大度、包容和慈
祥，袁可仪通过观察来自
生活的平民形象，特别强
调了弥勒的脸部表情，在
细眉细眼、笑口常开、下巴
宽厚上作了适度的夸张，
给人以亲情平和的感觉。
在弥勒的衣饰和布景上，
他画得简洁、准确、轻松，
从而更好地烘托了弥勒的
鲜活形象。

责任编辑：殷健灵 B!!"#!年$$月$!日

星期一

!"#$%&'%&'(()&*)*+#)*,

-.小时读者热线：/0--11

天
长
地
久

郭
文
斌

! ! ! !一个人要想走进安详，获得真幸
福，首先要和天地精神相应。
而“给”，就是天地精神。
阳光、空气、时间、空间都是免费

为我们提供的。有人收取土地出让金，
但是大地本身没有收取；有人收取水
费，但是水本身没有收取。
为此，天才长，地才久。
当年鲁哀公问孔子他的弟子

里谁的境界最高，孔子的回答是
颜回。因为他“不迁怒、不贰
过”。孔子为什么要首先强调不
生气呢？当年搞不清楚，后来突
然明白了。人为什么会生气？生
气是因为自我被冲撞啊。人在什
么情况下不生气？无我啊。那
么，如何才能无我？利他差不多
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
我们且不要说像颜回那样基

本消灭自我，就是尽可能地弱化自我，
快乐也会成倍增长，因为烦恼和焦虑来
自患得患失，而要消除“患得患失”，
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掉得失心。

而要去掉得失心，就要向天地学
习。日月无言，昼夜放光；大地无语，
万物生长。放光，又无言；生长，又无
语。
当我们尝试着把能拿出来的

那份财物给更需要的人，一段时
间之后，我们对财物的占有欲就
降低了。渐渐地，我们就能体会
到钱财的得失不再对我们造成很
大的焦虑了。同时发现把财物给急需的
人更有增值感，这种增值感既是物质
的，又是精神的。这样，附着在财物上
的那个“我”融化了，另一个“我”诞
生了，它就是本我。
这时，我们就会明白，所有的痛苦

都是因为“小”造成的，宇宙、苍生、
人类、国家、家族、家、小家、本我、
大我、小我，层层隔离，逐次成“小”。
为了捍卫这个“小”，焦虑产生了，痛
苦产生了。

可见痛苦是因为我们心的“小”。
这是我的，那是我的，得到喜，失去
苦。一个宝物，到了我家，我高兴，到

了别人家，我沮丧。但在“整体者”看
来，放在谁家都一样啊。
可见，分别越小痛苦越小，分别越

大痛苦越大。
反之，当这个“小”按照小我、大我、

本我、小家、家、家族、国家、人类、苍生、
宇宙这样的次第扩展，来自小我的焦虑

便逐次削弱，直至于无。
可见，这个“小”是被“分

别”出来的。
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通

过把自我认同的财富、力气、智
慧给予他人，我们的心量就打开
了、扩大了，结果是，焦虑消
失，安详到来。

对于一个村落级心量的人，
家的得失已经不会对他造成焦虑
了，对于一个世界级心量的人，
村落的得失已经不会对他造成焦

虑了。而对于一个以“大整体”为家的
人，已经不需要作“回家”想了，终极
归属的焦虑自然消失了。

实践上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
“给”的方式更加润物无声，比如一个
公益倡导，比如一个公益访谈，比如给
世人作一个好榜样，比如用“四两拨千
斤”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去给予，等

等。
再实践上一段时间，我们还

会发现，在给别人的过程中，我
们有了力量感，还有包容感、温
暖感、自愿感。这时，我们就懂

得了什么叫“量大福大”。事实上，量
大也会力大。我们才知道，真正的力量
是与我们的心量对应匹配的，这大概就
是古人讲的大则势至吧。
无疑，最根本的“给”是点亮他人

的心灯，帮助他人找到本有的光明。在
长篇小说《农历》中，我写到这么一个
故事：盲尼夜行，观音菩萨让她掌灯避
人，不料还是被一个和尚撞了个满怀，
盲尼说，难道你就没有看到我手里的灯
吗？和尚说你手里的灯早已灭了。盲尼
当下开悟，原来任何外面的光明都是不
长久的，靠不住的，一个人得有自己的
光明。

人间妙品
董宏猷

! ! ! !许多书友对鲁迅先生著作的书
影，对陶元庆先生的封面装帧艺术，
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有的书友在我
的微博上留言，希望看到我收藏的
陶元庆先生的书影。
我藏有鲁迅先生翻译的厨川白

村的《苦闷的象征》（未名社出版的
!未名丛刊之一"#!"#$ 年 % 月八

版）。厨川白村，日本文学评论家。他
开展文学批评后) 潜心研究弗洛伊
德的学说)注意文学与性，与潜意识
的关系，但是，又拘囿于现实中的日
本伦理观念，这种矛盾，使厨川白村
深刻感受到了内心的“苦闷”。

厨川白村苦闷的时候，
鲁迅也正在苦闷之中，那时
创作的《野草》，正是他内心
苦闷的展现。鲁迅将《苦闷的
象征》译成中文后，便请陶元
庆设计封面。那是 *+'%年，陶元庆
到北京游历，就住在鲁迅曾经居住
过的绍兴会馆里。陶元庆很快就将
封面设计好。鲁迅看后，十分满意，
称其为这本书“披上了凄艳的新
装”。
陶元庆的封面设计，用一个半

裸的女性人体作为主体，她披着波
浪似的黑发，用嘴舔着染血的武器，

在压抑中拼命挣扎。画面略带恐怖，
暗藏无限悲哀，陶元庆还用了黑、
白、灰、红等彼此相衬的色彩和郁悒
的线条，来深刻地表现主题，表达
“苦闷的象征”。

此封面一出，便引起强烈的反
响。许钦文认为它“首创了新文艺
书籍的封面画”。因此，“五四”新
文学书籍以图案为封面的历史，便

始于此书。在新文艺书籍
的收藏中，自然显得十分
珍贵。而且，这本书初版
时，因经费所限，封面只
好用单色印成。鲁迅觉得

过意不去，于是，待初版售完后，
又将自己的版税拿出，再版时，将
封面由单色还原为复色。于是，这
本书的两个版本，因为有不同色彩
的封面，而成为收藏家的珍品，甚
至被称为“人间妙品”。而我收藏
的，便是复色的封面，当然也是
“人间妙品”之一了。

鲁迅与陶元庆的往来，一直充

满了温馨的怡怡之情，鲁迅曾多次
赠书和宴请他，陶元庆更是对鲁迅
执弟子之礼，不仅经常赠予画作，
还经常赠送家乡的火腿，以及从西
湖边采撷来的梅花。
陶元庆因病去世，鲁迅很是悲

痛，拿出 !""元钱，托许钦文在杭
州西湖畔买了三分多地，购了建筑
材料，在陶元庆生前喜爱的西湖玉
泉道旁为其造墓，题名“元庆园”。
岁月沧桑，“元庆园”如今已不复存
在，但是，西湖的梅还在，陶元庆
的画，以及他与鲁迅先生的友谊，
仍然如同西湖的梅花，年年，岁
岁，永远清香。

一粒药片
王苏凌

! ! ! !现今，如果一粒药掉在地上，很多人都会
拿出一百个不再吃它的理由。可是，曾经有那
么一粒掉在地上的药片，却是无任何理由不
吃下它。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抗日正遭遇艰难困

苦。日本鬼子向抗日根据地频繁扫荡，新四军
后方医院化整为零，分散到苏北海边。伤病员
和医护人员就居住在盐民的盐池和厨房畜舍
里。所谓的盐池，是一个挖在地下几平米的大
坑，在坑上离地一尺左右，支起木桩，盖上茅
草做成屋顶。进出只能滑进爬出。台风、大潮
汛常将屋顶掀翻，大雨、暴雨将盐池淹没，牛
从屋顶走过，也会踏破屋顶，露出一个碗大的
洞。尽管简陋，盐池还是胜于住在露天。医护
人员在盐池里铺上厚厚的杂草，打造成床铺，
伤病员就此可躺下养伤。
最困难的是，药品奇缺。
新四军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药品，大部分

是部队精干人员，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南通、
海安等城市去采购，通过地下交通运输到根
据地；有的通过药材商或诊所医生帮助购买
药品；有的则是自己动手配制。鬼子的封锁，
药品不仅短缺，而且不能及时送到分散在各
处的医护小组。每领一次药品，司药员要跑上
几十里路，通过鬼子几道封锁线，一路上刀光
林立，险象环生。真是带着性命去拿药。

药品如此珍贵，医护人员宁可不要自
己的背包和物品，也要保住药品。

薛联，*+%"年参加新四军的一位女医
务员。当时在盐池的草铺上，她正在给一个
腿部受伤的战士查验伤口。此时，门口滑进
一个发药的同志，由于下滑力的惯性作用，
发药人还没站稳，手中的药就散落在草铺
上。
“几粒药？”薛联问，“一共五粒。”发药

人答。那是白色的，名为“消治龙”的抗感染
消炎药，被鬼子称作违禁品而严密封锁，十
分稀少，非常珍贵。薛联立即和发药人在草
铺上找了起来，还好，四粒药很快被找到
了。
还有一粒药！她们继续在草铺上扒拉、

翻弄寻找，没有。她们又搬开杂草、抖落，还
是没看到。她们耐着性子，再次仔细地翻
扒，丝毫没见一粒药的踪迹。接近半个时辰
了，着急涌上心头，小小一粒药，能跑到哪
里去呢？看到她们弯着腰，不停地翻动着杂
草，脸上因焦急而淌出汗。伤员不忍心了，

劝道，算了吧，别找了。
不行！绝对不行！这是一粒消炎药，也是一

粒救命药。联想到许多伤员，就是因缺少消炎
药，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惨死在她们面前时，薛
联显得更为坚定和紧迫。她明白，那不是一粒
简单的药片，它凝结了多少人的辛苦、艰险和
鲜血，它能救治多少杀鬼子的战士。此时的薛
联，双手在不停地翻动着杂草，恨不得把这些
草一根根掳个遍，死也要找到那一粒药。可是，
还是没找到。薛联她们开始把大个的草抖落、
搬开，然后用筛子把剩余在底下的小杂草，一
筛一筛地筛选。

突然，她眼前一亮，她看到了那粒药的身
影，它被夹在一根小茅草茎与叶片当中，露出
半个身影，像是在草中睡觉，叶片盖在它身上，
悠然惬意。
“你竟然在这舒舒服服睡大觉，把我们找

得好苦啊！”薛联从草中小心翼翼地取出这粒
药，把它紧紧地拿在手中，对它大声责怪起来。
一阵快乐开心的笑声从盐池中传出。
薛联亲眼看着伤员把那粒药片吃下，这才

放心地微笑离开。希望在她心中腾然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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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们的祖先给了秋天两个最美丽、最有人情味、
最有东方风情的节日———中秋、重阳。古往今来，多
少文人墨客为它们留下美妙的诗句，让人心向往之。

现今的重阳节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老人
节，这很符合老人们的心意。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已
经享受到人们在重阳节给予老人的温情与关怀了。秋
天的美景也让我思绪万千：花开花落、草木枯荣、生
老病死，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手笔呵！生命的神奇、

生命的价值，人的生与死……让我感慨
万千。我在灯下写下了一段自己对生命
的感悟：
生老病死是生命的历程。死亡是生

命的归宿，无论是贫是富、是伟人帝王
还是平民百姓，无一例外。
当一个人面对生机勃勃的万物，而

自己已经衰老，有一天会永远离开这个
世界，那时太阳照旧升起，历史依然前
进，人类还是青春长在，自然会有一种
依恋、怅然和无奈之感。

然而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呵！
其实我们能够来到人世间走一趟，是非
常非常偶然的，已经是万分万分幸运

了。自己能在人间生活过、奋斗过、奉
献过、享受过生命的乐趣，品尝过人生
的酸甜苦辣，这就足够足够了。应该平
和地对待衰老，豁然地过好暮年的每一
天，泰然地接受生命的归宿。
在重阳节前后的两个不同群体的老人聚会上，我

犹豫再三念了这段感悟，原以为人们在节日欢乐的氛
围下，会不习惯这样的话语，然而却出乎意料地引起
共鸣，掌声一片。
其实老人们对生与死的常理，内心都有，只是我

把它堂而皇之地说出口了。老人们纷纷索要这段话
语。有位老朋友刚知得病而心头郁闷，她说现在好像
好受多了。

作为老人，我一直让自己过好所剩不多的每一
天：读自己喜欢的书 ,特别是经典-，这是一种享受
和滋润；阅报刊、听广播、看电视能与世界和社会相
联；写作是心灵抒发的需要；和朋友交往、交谈、聚
会是感情的需要；参观、旅游能开拓视野、丰富生
活；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为社会做点小事，自己快
乐，别人高兴。适度地锻炼身体、合理饮食、心态平
和宽容、家庭和睦等，能使疾病来得稀一点，衰老进
展得慢一点，不至于太拖累家人和社会。

当大限来临时，我将快速、毅然、有尊严地离
去，使生命有一个完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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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二首
刘绪恒

! ! ! !钓源古村水中长廊仰

天小卧

庐陵古韵碧波间#

野老客游廊下眠$

浮世空惜工部句#

孤村却恐廉颇闲$

皇皇高木栖啼鸟#

碌碌群蜂入野田$

莫向苍穹辩拱直#

从来心境不由天$

逍遥行

陶诗才读两三篇#

赢取山居百日闲$

曾入云端寻古寺#

又逢春雨洗凡颜$

无忧方觉涧溪暖#

心静不知矶石寒$

难得人生惬意处#

清泉一捧谢青山$

! ! ! !非亲非故的姐妹们用

自己的鲜血治好了他% 明

刊 &血脉亲情'%


